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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内容属于广义音乐教育学的性质，共分八章。
第一章概述了音乐艺术教育的概念、目的与任务、基本原则、教育内容；第二章是对音乐艺术本体的
论述和介绍；第三章论述了音乐艺术教育的强构、过程、方法和几种教育模式；第四至第七章分别论
述了音乐基本知识、视唱练耳与音乐创作教育，声乐、器乐技能训练，音乐欣赏教育，音乐艺术活动
的开展等音东艺术教育的几个不同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方法；第八章论述了音乐艺术教育的功能与效
应。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乐艺术教育>>

作者简介

齐易，男，1956年10月生人。
现为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音乐学硕士点第一学术带头人，艺术学硕士生导师，主要学术研
究领域为音乐教育理论、中国民族音乐、音乐史等。
著有《交响音乐欣赏》、《民族音乐概论》、《音乐艺术教育》、《音乐教学论》（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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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艺术门类都不是封闭的，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也有相通之处。
美术作品讲究线条、色彩、节奏、造型，音乐也将这些作为基本的表现手段。
音乐中许多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视觉性、绘画性有关。
音乐可以用模仿自然界的声音以暗示某种景物、通过音响运动状态象征某种视觉形象、通过音响造型
象征或暗示某种视觉形象等手段使音乐具有某种程度的造型性。
这方面优秀的、成功的作品有很多，如前面提到的格里格《培尔·金特组曲》中的《朝景》、及鲍罗
丁的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德彪西的交响素描《大海》、刘天华的二胡曲《空山鸟语》、
中国民间器乐曲《百鸟朝凤》等许多中外音乐作品。
视觉性、造型性、绘画性的音乐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取材于绘画作品的标题音
乐，如穆索尔斯基的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这首作品共十个段落，每个段落的小标题都是画家哈
特曼个人画展中展出的原画的标题。
再如中国作曲家徐纪星的马骨胡、钢琴与打击乐《观花山壁画有感》，这是作曲家观看了记录古代壮
族人民生活的花山壁画后的感怀之作。
第二种，虽然作曲家并不直接取材于画作，但却以想象中的画面为音乐构思的依据，交响音画这种音
乐体裁的作品多属于此。
如张千一作曲的交响音画《北方森林》就是通过对大森林瑰丽的色彩变化的描绘，表现出祖国北方森
林中一天之间的灿烂景色。
鲍罗丁的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德彪西的交响素描《大海》也都是这方面的很好的例子。
第三种是与视觉形象有关的其他一些音乐作品。
这些作品往往是作曲家将自己对自然景色或事物形象的亲身体验所引发的情感，用音乐的形式表现出
来。
如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就是如此。
问题一发现模式在教育教学程序上，分为导入——探究——运用几个阶段。
在导入阶段，施教者善于为受教者提出一个认识上的困难情境，以激起受教者主动探究的积极性。
如学习“多声部音乐的种类”这项音乐知识，施教者可以在回顾受教者所演唱过的合唱、演奏过的乐
曲之后，提出“多声部音乐应如何分类”的问题，从而引导受教者进入探究阶段；在探究阶段，受教
者带着问题去思考，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分析、比较，产生假想，并围绕假想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推理
，从中发现必然的联系，从而得到结论。
如在“多声部音乐的种类”的学习中，受教者通过对许多具体的多声部音乐作品的归类分析和有关理
论知识的学习，认识到多声部音乐可以归为三类，即各声部时分时合的支声式、以一个声部为主的主
调式和同时存在几个独立声部的复调式三种类型。
而以一个声部为主的主调式多声部音乐，又可以分为几个声部节奏一致的和声式主调音乐，与以一个
声部为主、其他的声部为之做伴奏的主旋律加伴奏式主调音乐；同时存在几个独立声部的复调式多声
部音乐，又可以分为各声部之间存在模仿因素的模仿式多声部音乐，与各声部存在强烈的对比性的对
比式多声部音乐。
在运用阶段，可以让受教者结合其他音乐内容的学习，对所接触到的多声部音乐作品按照他们已认识
到的类型标准进行归类，从而巩固和强化已学的多声部音乐的种类方面的知识。
人的全面文化修养、丰富的人生阅历等对提高音乐审美能力也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些，人的审美联
想和想象也必然会是空泛的、贫薄的。
音乐审美能力是人的文化艺术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文化艺术修养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音乐审
美能力所能达到的水平。
虽然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的表现手段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审美的与艺术的表现，这
就决定了它们的相通之处，音乐审美联想和想象也正是建立在这种相通的基础上的。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曾说过，艺术不是靠理论说明而是靠范本在发挥作用。
音乐审美能力的提高，还要靠多听赏和学习优秀的(而不是一般的或低级的)音乐作品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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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也认为：“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养成的。
所以我只让你看最好的作品，等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牢固的基础，你就有了用来衡量其他作品的标
准，估价不至于过高，而是恰如其分。
”因此，我们在对受教者音乐审美经验、审美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应对他们接触的音乐作品进行必要
的选择，作为音乐艺术教育媒介的音乐作品，应当是音乐艺术中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精品
，而不能来者不拒。
要欣赏文学作品，就要首先过语言关，否则再好的作品也看不懂。
而要欣赏音乐作品，也需要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有关音乐的常识性知识，这样才能够进入音乐之门。
如果没有必要的音乐知识做基础，那就连音乐宫殿的大门都进不去，更不要说欣赏宫殿里的音乐瑰宝
了。
作为音乐的欣赏者来讲，都需要知道哪些音乐知识呢?常识性的音乐知识大致应当包括识谱、音乐结构
、织体、发展手法、人声与乐器常识、中外音乐史、音乐作品创作背景等几个方面。
当然，如果作为一般的音乐欣赏者，没有必要懂得太多太深，常识性的东西懂得一些，总是有好处的
。
音乐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与效应，绝不仅仅限于培养和提高受教者的音乐审美能力。
它的另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对人的性情的净化和陶冶作用。
艺术的“隋感宣泄说”认为，人的本能和各种欲望、各种需要，往往受到社会的道德、法律、宗教等
因素的制约，其被压抑的心理能量，可以通过音乐艺术的形式得到宣泄；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的
欲望，可以在艺术的世界中得到满足和寄托，并把人的本能欲望升华为社会所允许、可接受的文明形
式。
如在人生的逆境中，唱一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宣泄掉了心中的不快，鼓起了生活的勇气；远在异
国他乡的游子，在思念家乡的时候，一曲《思乡曲》寄托了他们的思乡之情。
这种情感以艺术形式的宣泄，恢复和保持住了人的心理健康，使人的情感和心灵得到净化，从而把人
的动物性和社会性、感性和理性统一起来，实现了对人性的塑造。
在音乐艺术教育活动中，人们通过对音乐艺术作品的情感体验，会产生心理的愉悦，获得审美享受，
进而使人产生对人生、未来、永恒的感悟，并能直接深入到人的潜意识深层领域，使心灵在震撼中受
到陶冶，得到升华。
音乐审美联想中的“移情”活动，能够使人把对象变成自我，欣赏者像看待自己的作品那样看待他人
的作品，把艺术家的思想当做自己的思想来认识，把艺术家的情感当做自己的情感来体验，把艺术作
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当做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感受，并从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益。
人们可以从优秀音乐作品的品评体会中，培养起对真、善、美的热爱，培养起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
并且可以解忧愁于欢悦，化暴怒为温柔，使精神获得平衡，情感得到调节与宣泄。
最终将导致人的精神的升华：粗野变为文雅，委琐变为豁达，小气变为大度，浅薄变成深沉。
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人的气质和性情，使人和谐而全面地发展成为有文化、有教养的一代新人。
音乐艺术通过有组织的音响，直接刺激听觉神经。
音乐以抑扬顿挫的音高，张弛变化的节奏、起伏相间的力度、或缓或急的速度、色彩绚丽的音色等种
种表现人类丰富的情感。
通过听觉，音乐信息传人大脑，借助有效生物电，使人产生一种特殊的不同凡响的心灵共鸣。
音乐的声波衍射于四方，对人的听觉神经具有强迫性，能左右人的情绪。
由于音乐和人的心理、感情活动具有形态上的一致性：都是运动的、不可见的、有节奏的、随现即逝
的，所以音乐能非常迅速强烈地直接触动听者的心灵。
黑格尔对此早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在音乐中，外在的客观性消失了，作品与欣赏者的分离(在其他
艺术中还有这种对峙)也消失了。
音乐作品于是透人人心与主体合而为一，就是这个原因，音乐是最情感的艺术。
”人的心情愉快了，内心就会平静，情绪相对稳定，音乐对人的精神因此起到了调剂作用，人的精神
会表现出积极的情绪，焕发出神采。
总之，使人得到了娱乐和美的享受，受到教育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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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在音乐美的熏陶感染下，能使人在精神上得到娱乐和滋养，培养起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情操，
使人的精神世界更丰富、更和谐，更完美。
音乐艺术是情感的艺术，音乐教育是一种“情育”，它对人类情感的陶冶、净化、启迪、培育作用，
在现代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丹尼尔·高曼基于大量相关理论和实验报
告的总结，写成《情感智慧》一书。
高曼认为，在人成功的要素中，智力因素(智商IQ)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情感因素(情商EQ)，情商
是个体最重要的生存能力，是一种发掘情感潜能，运用情感能力影响生活各个层面的人生未来的关键
性的品质要素。
自1995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首次以情商为封面主题之后，情商观念如雨后春笋般盛行起来，人们
纷纷探讨如何培养更高的情商。
作为“情育”的音乐教育在情商的培养方面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不仅以音乐教育作为情感教育而在教育学生时给予极大的重视，而且他
教育学生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教育方式。
孔子认为：“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
”“乐之者”，就是能从所学对象中感到一种审美乐趣，使得学习不是一种强制的外加的命令，而是
一种不学不乐的内在需要。
有一次叶公问子路，孔子这个人如何?子路不言。
孔子知道后说，你怎么不这样告诉他呢：他这个人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在不知不觉中“老之将至”，正是一种审美性的学习境界。
音乐艺术教育的辅德功能，指音乐艺术在对人的道德情操的培养方面所起的有益作用。
通过音乐教育渗透德育，达到一定的德育目的，这是音乐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道德本身可分为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个层次，并以付诸行动的道德行为为主体。
但是，如果没有道德情感的支配作用，道德认识也就难于付诸行动。
音乐艺术教育的辅德功能，主要是通过将人的审美情感内化为道德情感，并作用于人的道德行动，从
而最终使音乐审美对现实社会产生一定作用。
席勒曾说过：“道德的阶段，只有通过审美的阶段才能实现，美是造就完善人格的必经之路。
”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艺术，鲜明的音乐形象生动地反映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任何德育如果没有
感情的基础，就只能是空洞的说教。
音乐教育中的德育作用，并不是通过说理的、强制的方式，而是通过优美、动听的音乐本身潜移默化
地产生的。
音乐艺术的魅力能够给人以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培养人们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品德。
这种熏陶和感染，不是生吞活剥式地灌输，而是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中，使人受到教育
的。
这是在音乐教育中进行德育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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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历时两年有余，几易其稿。
我们终于完成了《音乐艺术教育》这本书的写作任务。
    对于音乐艺术教育，我们虽然有二十余年的工作实践经验，但把它上升到理论，并写出一本具有一
定价值的书来，这对我们来讲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本书的写作过程，也是一个我们不断学习的过程。
    本书的内容属于广义音乐教育学的性质，共分八章。
第一章概述了音乐艺术教育的概念、目的与任务、基本原则、教育内容；第二章是对音乐艺术本体的
论述和介绍；第三章论述了音乐艺术教育的结构、过程、方法和几种教育模式；第四至第七章分别论
述了音乐基本知识、视唱练耳与音乐创作教育，声乐、器乐技能训练，音乐欣赏教育，音乐艺术活动
的开展等音乐艺术教育的几个不同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方法；第八章论述了音乐艺术教育的功能与效
应。
    本书的写作历尽艰难，无论是本书的写作提纲还是书中的各个章节，都曾多次经历了写好后又推倒
重来的过程。
在承担撰写任务方面，齐易写了本书的第一、三、四、六、七、八章。
张文川写了第二、五章的初稿，后又由齐易进行了多次改写而定稿。
      杨恩寰、梅宝树二位主编多次审阅本书稿，并提出许多改进意见，使本书内容逐渐趋于成熟。
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为本书的出版付出民艰辛的劳动。
尤其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柯尊全先生，对本书进行了精心的润色。
对此，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著者水平所限，本书一定存在许多不足，欢迎读者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
                                                                      著者                                                                    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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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音乐艺术教育》近年来，由于国家教育部门明确强调了美育在青少年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艺术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我国中小学、乃至普通高等教育领域，作为美育重要手段的艺术课程的设置，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
。
与此相适应，近年来的我国出版界在艺术教育方面的图书，在数量上也有了明显的增长。
特别是涉及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出版物取得了更为显著的进展。
由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的齐易和张文川两位先生撰写的《音乐艺术教育》一书的出版，为上述可喜的局
面增添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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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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